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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教育如何向纵深推进 
杨赛武 

（湖南省吉首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416000） 

摘要：公共安全教育也称作安全科普或应急科普，是针对所有民众在大安全范畴内的安全能力教育，其内容包含一切与大多数

人有关的，可以避免或减少人们因各种突发事件受到人身伤害的方法和技能的总和。本文基于公共安全教育的现状，阐述公共安全

危机教育普及存在的问题，从社会安全事件类、交通安全的体验、自然灾害类、关于溺水安全的体验、及时完善公共安全危机教育

内容五个维度，提出公共安全教育推进策略的有效构建路径，旨在真正做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共安全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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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promote public safety education in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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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blic safety education, also known as safety science or emergency science, is aimed at all people in 

the big safety scope of safety ability education, its content contains all related to the majority of people, can avoid 

or reduce people due to a variety of emergencies by personal injury methods and skill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public security education, expound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ublic security crisis education 

popularization, from social security incident, the experience of traffic safety, natural disasters, about drowning 

security experience, timely perfect public security crisis education content of five dimensions, propose public safety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build path, It aims to truly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itizens 

and maintain the public safety and order of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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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学者们对幼儿园、中小学、大学的安全教育展开研究，

并取得一定成果。桂志英提出要提高幼儿教师自身的素质，完善幼

儿园的安全措施，健全完善幼儿园的安全管理体系，加大幼儿园与

家庭安全教育的合作力度。陈辉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

小学校园安全管理联动法律保障工作应遵循的原则、具体策略及运

行保障措施。已有成果对于改进我国公共安全教育起到重要作用，

但学术界至今还未建立一套较为成熟的公共安全教育知识理论体

系。因此，有必要结合国外的先进经验，构建一套公共安全教育知

识理论和体系。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法治社

会发展下公共安全逐渐稳定，即便这样，公共安全教育也是不容忽

视的。当下谈到公共安全问题，总是连连禁令，一路红灯。禁锢了

人们的思维，限制了人们的工作思路。公共安全教育，既有值得禁

止的方方面面，也有急需体验感知的开放内容。公共安全的教育需

由禁止封闭的教育形式向开放实践型课堂的方式转化。 

1 公共安全教育的现状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革新，人们对社会发展和人类幸福的

认知进一步升华。其中一个就是对公共安全的认知和感受。我国公

共安全教育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突发公共事件多发背景下，随

着公众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对公共安全日益更高的需求。 

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期，公共安全的社会基础、保障

条件薄弱，与经济高速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我国近几年公共安

全问题频发，国家财政在公共安全领域的支出逐年增加，据财政部

数据统计，公共安全财政支出呈增长趋势，自２００７年以来我国

国家财政公共安全支出年均复合增长超过１２％。 

２００７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第二

十五条至第三十条针对政府、专业救援队伍、专业处置人员、志愿

者、学校及普通民众等分别就公共安全教育的内容、形式、责任等

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２０１７年４月，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小

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健全学校安全教育

机制，着力提高学校安全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２０２０年５月，

发布《推进安全宣传“五进”工作方案》通知，明确要加强公众安

全教育，进一步提高全社会整体安全水平。近几年，教育部认真贯

彻落实国家相关决策部署，深入推进公共安全教育，将加强公共安

全教育、提升学生安全风险防范能力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制

定出台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可见，提高公众的安全意识和防灾能力

是解决公共安全问题的 有效的措施。 

2 公共安全危机教育普及存在的问题 
2.1 不同群体对公共安全危机教育接受程度不同 

城市公众拥有良好的学习氛围和优质的学习环境，通过网络媒

体等手段接触多样、全面的危机教育和应对技能，应对危机的能力

比较全面，对危机事件有一定的敏感性，危机教育接受程度高。而

乡村公众在时间和空间上受到限制，对公共安全危机了解不够全面

具体，不能很好地理解与应用危机教育内容，危机应对能力弱，相

较于城市公众，其对危机教育的接受程度低。调查显示，文化程度

高的公众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对公共安全危机认识相对全面，危机

教育接受程度高，而文化程度低的公众因缺乏高质量的教育，对公

共安全危机认知模糊，危机教育接受程度低。在年龄层次上，6～35

岁的年轻公众接受的危机教育比较全面，接受程度较高，60 周岁的

老年人接受程度 低。 

2.2 公共安全教育融入度不高 

课程体系直接影响着教育的质量和实效，是落实和融入公共安

全教育的根本路径。当前，我国教师教育体制依然是以高师院校为

主体，公共安全教育在高师院校课程体系的融入度，直接影响到教

师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内涵式发展。高师院校的课程体系主要以

通识教育课程、学科专业课程和教育类课程为主体，由于教师教育

课程内容设置要呈现出专业性、基础性、科学性、综合性、实践性

等特点，且课时、学分占比有规定，导致高师院校教师教育课程体

系建设呈现出结构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共安全教育相关

课程的开设与融入，影响了教师的公共安全教育素养提升。 

具体而言，公共安全教育融入度不高主要体现在：一是在通识

教育课程体系中，公共安全教育所占份量较低。当前，高师院校的

通识教育课程以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外语、体育、计算机和心理健

康教育等为主体，课程内容较为专业和局限于特定领域，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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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导致公共安全教育的内容占比和融入度较低，导致师范生缺乏

相应的知识基础。二是在学科专业课程体系中，价值理性有待提升。

公共安全教育不仅具有教育价值、文化价值和伦理价值，还具有深

刻的实践价值和现实价值。在高师院校的学科专业课程设置中，往

往多是一些语文、数学、外语等方向类课程，占据了绝大多数的课

时和学分，而对于公共安全教育课程则少有涉及，或多以选修课的

形式来开设，而开设的内容也多是以理论教育为主。虽然在各类课

程设置中均要求增加“思政”元素，但与公共安全教育相关者则较

少。在这种课程体系设置下，学科专业课程更多地突显了专业价值、

知识价值和文化价值等，缺乏对安全价值、伦理价值和实践价值的

彰显，限制了师范生公共安全教育素养乃至综合素养的全面提升和

文化品格、实践能力的全面发展，从而影响了中小学的公共安全教

育质量和师资培养。公共安全教育与“教育学”的诸多章节有内在

的逻辑关系，例如，“教育与社会发展”“课程与教学”等教学内容

均可融入公共安全教育，但在当下的教育学课程中，教师依然关注

教材本身，而忽略了相关内容的深度融合，导致学生在公共安全意

识、知识和技能等方面的缺失，影响了其公共安全教育素养的培养。 

3 公共安全教育推进策略 
3.1 社会安全事件类 

社会安全事件类分为日常生活安全、消防安全和防空安全，本

着“安全无小事”的原则，提醒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应当“防患于未

然，捉矢于未发”。以“防”为前提和重点，从而提高个人安全防范

意识，加强自我保护能力。 

日常安全实训包含防暴力侵害和拨打求救电话，同时设置自动

扶梯、升降电梯等设备，模拟电梯、扶梯事故场景，训练其面对突

发事故的应变能力。防空安全实训分为室内空袭躲避实训和室外空

袭躲避实训。通过身临其境的演练，让学生学会穿戴及制作防毒面

具，听懂三种防空警报的含义，正确躲避空袭。更重要的是，明白

防空安全的重要性，懂得“居安思危，备战人防”的真正意义。 

消防安全实训重点突出“逃”和“灭”，设置隐患识别、烟道逃

生、灭火体验等实训区域，通过实际操作体验，达到对火灾隐患的

“识险、避险”以及初期火灾时的“自救、互救”的实训目的，理

解“扑灭小火，惠及你我”的真正意义。 

3.2 交通安全的体验 

相比各种安全死亡事故，交通安全才是夺命杀手，占比 高。

但事后的安全责任转移到保险公司，似乎淡化了交通安全的严重性。

我国汽车保有量巨额增长，交通死亡率高居不下，增强学生的交通

安全防范意识尤其重要。对学生进行交通安全防范的意识教育，不

能忽视。学校可多播放交通事故视频资料警示学生，学校可按班队

组织的形式上街去体验过红绿灯，体验过斑马线穿过大街，体验道

路行进中靠右行的规则，体验遵守交通法规的安全感，规范自已符

合交通法规的行为。 

3.3 自然灾害类 

自然灾害类课程主要学习防范和避险技能，通过逼真的场景搭

建营造实训氛围，让学生投入紧张惊险的氛围中，形成感官刺激达

到实训效果。气象灾害实训主要分为知识学习、室内避险实训、室

外避险实训、风雨雷电实训四个部分。通过场景模拟、电子互动、

仿真感受、体验实训方式，利用集成性和交互性的多媒体技术与设

备达到实训效果。风雨雷电体验室是 具亮点的实训区域，体验者

穿戴体验用的雨衣和长筒靴进入后紧握栏杆可以感受不同级别的风

雨雷电。地震安全实训重点是“躲”和“逃”，室内避险学习在家庭

场景中避险姿势和躲避位置，户外避险逃生还原 2008 年汶川地震时

的真实场景，通过背景音效，余震体验以及昏暗灯光的烘托，无疑

让体验者有更强的代入感。 

3.4 关于溺水安全的体验 

我国每年夏季都有儿童溺水死亡的安全事故发生，是当地的公

共安全教育重视不够吗？是“严禁下塘下河洗澡！”吼得不够严厉

吗？不是！是儿童的好奇心，是儿童梦寐以求的愿望—一到水中搏

击，学会游泳的技能。因为他们看到跳水运动员的辉煌成就，看到

游泳爱好者，终年畅游大江大河，他们都没有淹死，自已为什么不

可以学一学呢！甚至怀疑“水淹死人”是成年人吓唬人的假话。鉴

于儿童溺水事故年年发生，禁而不绝的现状，给游泳爱好的儿童一

种正确引导，培养游泳技能，加强水中体验犹为必要。 

凡具有初中以上知识的人，都学过“阿基米德原理”，我们看到

跳水运动员，从高处扎入水中后，能自动浮上水面，即使身体纹丝

不动，也不会下沉。这说明，正常情况下，人身浸入水中是浮得起

不下沉，是没有生命危险的。水确实能淹死人，这是不争的事实。

当在平静的水域，人体一动不动地浸入水中，嘴和鼻一定处于水面

线之上，不会强止灌人的水，不强行断人的气。不信大可放心试试。

我们可以创造条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带学生到游泳池体验水

中的浮力，体验身体慢慢入水那种惊恐心态，“惭惭增加的感觉，体

验人体完部浸没水中会浮起的感觉，体验口鼻没入水中瘪气难受，

甚至呛水的感觉。这样的体验会让儿童得知，心慌、缺气、呛水都

是导致溺水死亡的真正原因。学校没有游泳池，简单设个木桶浴也

应让在校学生接受这样的体验。这样的体验活动并且应像每年都体

检一样，年年开展经常开展。让学生有足够的体验经历，增强溺水

安全的防犯能力，减少溺水死亡事故。 

3.5 及时完善公共安全危机教育内容 

应急管理部首先应组织相关专家针对不同群体撰写危机教育教

材。如针对中小学生群体主要编写公共安全基础知识教材，针对企

事业单位编写公共安全危机事故处置的培训书籍，针对普通老百姓

编写公共安全危机小知识丛书等。 

其次政府联合社会各组织机构举行应急演练和防灾演习，引导

公众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不仅掌握危机逃生技巧，同时掌握

急救技能，提高公众自救和互救能力，锻炼公众面对危机事件的心

理自我疏导能力。 

后拓展危机教育的广度和深度。危机教育的目的是在 大程

度上减少突发事件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根据我国现状，除

了常见的消防、反诈骗、自然灾害等危机教育外，还要开展多方面、

多元化的危机教育，如及时向公众普及反恐、毒品等新型危机事件

应对方式，在危机教育中融入法治教育、道德教育、生命教育、网

络安全教育等，使公众真正做到危机前自防、危机时应对、危机后

自救互救，有效地降低危机事件对社会造成的冲击和破坏。 

结语 
公共安全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青少年的公共安全意识和应急

救护技能，让青少年养成在日常生活和突发状况下正确的应对习惯，

大限度地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和减少安全事件对学生造成的伤

害。为了应对公共安全中各种灾害的复杂性、艰巨性，在新时代背

景下，公共安全教师自身必须具备上述核心能力，即：公共安全的

专业技术能力、自我提升能力、分层教学能力、信息化分析能力这

四大核心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担当安全教育教师的职责与使

命，才能真正担当起为孩子“保驾护航”的责任，才能让每个参与

受训的学生“真学、真练、真懂、真会”， 终实现青少年朋友在面

对危险和灾害来临时，通过自己用 恰当的方式进行 安全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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